
▲3 月 5 日，在中建八局四公司西南公司一项目部，化妆师为建筑女工
化妆。

特约摄影 孙凯芳/视觉重庆

▲3月7日上午，重庆代表团小组会议结束后，李绍玉代表、石淑兰代表、李秋
代表、吴彦 代表（从左到右）就提升基层妇女儿童医疗能力的话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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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珩

3月7日早上8点，沙坪坝区人民
医院妇科主任阙瑜妮准点出现在病
房，带着团队开始查房。这是她从医
35年来平常的一天，从产科医生到妇
科主任，阙瑜妮的角色虽然发生了改
变，但肩上还是沉甸甸的责任。

今年58岁的阙瑜妮是沙坪坝名
医，在她看来，“名医”并不意味着头
衔，而是一种来自社会的认可，是践
行初心的一份回响。

阙瑜妮还是一名产科医生时，
有一次一名产妇突发子痫，情况紧
急，最重要的抢救器械——帮助患
者通气防止窒息的“开口器”却不在
床旁。

来不及多想，阙瑜妮掰开病人
紧咬的牙关，用左手代替“开口器”
伸入了患者口腔。此时的患者强烈
抽动，将牙关咬得死死的，钻心的疼
痛立马从手指上传来，阙瑜妮却不
敢将手缩回来：“我对自己说，不能
放手，千万不能放手啊，一旦放手就
可能放掉了患者生的希望。”

直到产妇脱离生命危险，阙瑜
妮虚脱地坐在地上，手指上留下一
排血印子。“只要母子平安，我觉得
一切都是值得的。”每每谈及此事，
阙瑜妮总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

随着医院的发展，从创建妇产
科住院部，到妇科、产科分科，担起
妇科发展的担子，阙瑜妮不断加快
前行的脚步，较早在重庆市同级医
院开展微创及恶性肿瘤手术，并开
设中医妇科，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
治疗妇科的疑难病症。

腰肌劳损、胃溃疡，这些职业病
阙瑜妮都有。有时遇上无法预测时
长的连台手术，腰间会传来阵阵疼
痛，但她说：“上了手术台，根本管不
了那么多。”

阙瑜妮的心都放在患者身上，
“现在医院已经在开展妇科恶性肿
瘤的规范化治疗，但我们还做得不
够，不仅要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更要
提高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查完房
后，她立即奔向手术室。

怎么过“三八”妇女节？阙瑜妮
爽朗一笑：“坐门诊过节，挺好的。”

沙坪坝区人民医院妇科主任阙瑜妮

她，让患者信赖安心
医者
仁心

□本报记者 张凌漪

在很多人看来，高速公路建设
领域是男性的主战场，但在重庆高
速集团，却有一位在桥梁、道路及高
速公路建设技术管理及科研工作一
线“跑”了30余年的女指挥长，她就
是市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重
庆高速集团副总工程师敬世红。3
月7日，敬世红向记者讲述了她主持
建设三环江綦高速、渝湘复线高速
公路等重大工程项目中的故事。

“江綦高速全长大约只有48.4
公里，我们却为之努力了3年半的时
间。”敬世红介绍，2012年项目刚开
始建设时，由于高速沿线施工难度
高，且周边征地拆迁和施工管理难
度大，曾一度打不开局面。

敬世红就带领团队成员一步一
个脚印地走，边走边解决问题，两个
月下来，敬世红穿坏了好几双鞋。

交工验收总体合格率为98%，

实现了安全生产“零”事故、“零”伤
亡，高速公路绿色生态，抬头见绿、
四季有花……高质量的建设成果让
江綦高速公路项目捧回交通部最高
质量奖——“李春奖”。

2020年2月19日，为了不耽误
项目建设，敬世红第一时间奔赴工
地一线，与巴南区政府商议渝湘复
线高速公路五布河特大桥复工复产
事宜。

“因为施工单位总部在武汉，复
工存在巨大挑战。”敬世红说，为此，
她带领团队人员安排统筹好整个疫
情防控工作，同时，针对高风险地区
的工作人员无法返渝的情况，统筹
安排西南片区的工作人员加入项目
建设，确保重点项目尽快复工。

经过不懈努力，五布河特大桥
成为全市首批工程建设复工复产项
目。正是这一恢复建设的举动，让
工程顺利抢过观景口水库蓄水期，
为国家节省建设资金约3亿元。

重庆高速集团副总工程师敬世红

她，用智慧铺就通途

北碚 高质量打造品牌赛事 全面加快体育强区建设

中国网球巡回赛·西南大学公开赛激战北碚

2021重庆市篮球联赛北碚赛区上演精彩瞬间

“这届公开赛规格高，赛事组织专
业，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特别热情，体验
非常好，而且北碚也是我拿冠军的福
地！”获得2021年中国网球巡回赛重
庆·西南大学公开赛女双、混双“双料
冠军”的赵炜淋至今仍对比赛津津乐
道。作为赛事承办地，北碚已连续两
年入选中国网球巡回赛“全国优秀赛
区”称号，广受各界赞誉。

无独有偶。在2021年重庆市篮
球联赛上，北碚赛区也因出色的组织
能力和赛场氛围被评为“最佳赛区”。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
设体育强市的实施意见》印发一年来，
北碚体育不断创新突破，在全民健身、
后备人才培养、体教融合、体育产业等
多方面均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在重
庆建设体育强市的进程中贡献了独具
特色的“北碚力量”。

打造品牌赛事
建立多层级赛事体系
中国网球巡回赛在北碚已连续举

办两届，作为国家级网球 IP 赛事，
2021年吸引了300余名网球高手汇
聚北碚，其专业周到的赛事组织令各
界赞不绝口。“非常惊艳！”国家体育总
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代表、中国网球
巡回赛赛事总监周兵评价道，“北碚体
育事业尤其是网球运动的发展，让人
印象深刻，不仅拥有诸多高水平的业
余选手，也有大批的网球健身爱好者，

发展氛围和基础都非常不错。”
“中国网球巡回赛是北碚区拥有

的首个国家级品牌IP赛事，连续两年
在北碚成功举办，是对北碚体育基础
设施、赛事运营能力、体育运动人群的
高度肯定，带动了北碚网球水平的快
速发展，对于将北碚打造成西部网球
运动高地具有重要意义。”据北碚区体
育发展中心负责人透露，2022赛季中
国网球巡回赛重庆赛区的比赛将继续
在北碚举行，北碚希望通过连续3年
的精心打造，将该项赛事打造成为重

庆网球的顶级精品赛事。
在网球运动持续火热的同时，篮

球运动也正成为北碚的一张体育新名
片。作为重庆市篮球联赛2021赛季
主要赛区之一，北碚区承办了半决赛
和总决赛，主场作战的北碚区民生能
源队摘得桂冠，精彩纷呈的篮球盛宴
让球迷大呼过瘾，进一步扩大了北碚
篮球的影响力。

此外，北碚还依托独特的地理、文
化、生态优势，成功打造了以北碚缙云
山国际森林山地马拉松赛为代表的景

观体育品牌赛事，充分展现了北碚的
特色旅游资源，让全国跑友以赛之名
领略碚城之美。

这些重点品牌赛事的叫响仅仅是
北碚构建多层级赛事体系，打造体育名
片的冰山一角。“云健身·碚幸福”全民
线上运动会、重庆市首届乒乓球精英邀
请赛、北碚区机关男子篮球比赛等众多
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也如火
如荼地开展。未来，“多品牌”将成为北
碚区体育赛事发展的重要标志。

增强赛事引领
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我经常和家人打卡缙云山健身

步道，既能亲近自然放松心情，也能锻
炼身体。”在去年北碚区新年登山活动
现场，带着儿子一起登山的王先生表
示，每年的登山迎新活动他都会参加。

在北碚，像王先生一样积极投身
全民健身的市民不在少数，得益于多
层级赛事体系的逐步成型，北碚区各
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贯穿全年，广泛
带动各个年龄阶段的市民参与体育运
动。据统计，2021年，北碚区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达到52%，国
民体质抽样合格率达93%，均处于全
市先进水平。此外，全区群众赛事活
动次数、规模、项目覆盖面均呈现逐年
递增的态势，充分展现北碚区新时期
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在赛事的引领下，群众参与体育

的热情被激发，体育消费也迎来升级，
并逐渐在多个领域形成融合发展效
应。去年元旦，在北碚万达广场举行
的“重庆银行杯”篮球跨年嘉年华活动
就是“体育品牌赛事与商业擦出火花”
的生动体现，利用商圈充分调动市民
关注度和参与度的同时，也促进了人
气提升与体育消费。

布局“赛事中心”
加快体育强区建设

2021年底，北碚区第十三次党代
会召开，随后《北碚区体育发展“十四
五”规划》正式发布。北碚区体育发展
中心负责人表示，区十三次党代会为北

碚体育指明了发展方向，《规划》为北碚
体育确立了战略目标和发展步骤。

接下来，北碚区体育发展中心将
严格按照“执行力提升主题年”的要
求，强化责任担当和使命意识，切实提
升体育工作执行力，继续高质量办好
系列品牌赛事，着力布局“赛事中心”，
全面打造“多层次、立体化”的群众体
育赛事体系，强化体教融合体系建设，
扎实开展后备人才培养，推动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用新担当、新作为书写
新成绩，奋力推动北碚体育事业迈上
新台阶，加快体育强区建设，让体育活
力为城市赋能，为人民幸福生活添彩。

谭奇新

□张燕

今天是第112个“三八”国际劳动
妇女节，女代表委员们履职尽责的身
影，也成为两会现场的一道亮丽风景
线。

三月的春光里，最美不过她们。
谈乡村，全国人大代表谭建兰建议，推
动涉农企业向数字化、产业化、品牌化

转型，带动更多人增收致富；谈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刘希娅提出，将“提升
课堂质量”作为“双减”落地的核心焦
点……女性的声音，既触及改革发展
大局，又敏锐地抵达百姓心中所需，让
人犹如“春风拂面”。

女性的力量与价值，贯穿于国家
蓬勃发展的过程之中。时代楷模张桂
梅扎根贫困山区40多年，燃烧自己的

青春，为年轻女孩点亮希望的灯；作为
球员，水庆霞5次捧起亚洲杯，她鼓励
队员们，“要放下包袱，放手去搏”；航
天员王亚平，是我国累计在轨时间最
长的航天员，她说“男航天员能坚持多
久，我就坚持多久”。

她们坚毅如磐石，宽广如江海，热
烈如骄阳，以昂扬的状态迎接种种考
验，以无畏的姿态扛起时代重任。这

些铿锵玫瑰的绽放，成为了推动社会
不断向前的重要力量。

节日的意义，不只在于致敬。我
们要看到女性的光芒，也要关注女性
的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每一位
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
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决
防止和纠正性别、年龄等就业歧视”

“坚决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许多

代表委员也一直奔走在维护妇女权益
的路上——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提交
了《关于改善产假、陪产假及育儿假规
定的建议》；全国政协委员彭静建议，
增加有利于女性生育后职业发展的原
则性条款，对社会生活和家庭分工中
承担较大责任的女性给予一定的促进
性、激励性措施。

柔肩挑重任，拼搏绽芳华。今年我

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必须
爬坡过坎，尤其需要把各方面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妇女能撑

“半边天”，我们要创造条件、提供机
会，让她们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做文
明风尚的倡导者、做敢于追梦的奋斗
者。让我们致敬“她”力量，呵护“她”力
量，让每一位女性，以更加自信、从容的
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致敬了不起的每一个她

□本报记者 彭瑜

“三八”妇女节前夕，廖厚林收
到了敬老院五保老人们的节日祝
福。

廖厚林是忠县金鸡镇金鸡敬老院
院长，到任之前，院里吵嘴的、打架的、
闹丢东西的，隔三岔五都有。五保老
人刘长寿说：“她来了，敬老院就像一
个家了，大家都喜欢她！”

治理身边的臭

2019年，金鸡镇推进金鸡敬老院
规范化建设管理，公开招聘院长。

“没几个人报名。”金鸡镇副镇长
欧良琼介绍，这所敬老院房屋破旧，
有23位老人，大多没有结婚，文化程
度低，卫生习惯差，有的残疾、有的高
龄。别说伺候吃饭穿衣，光调解老人
们吵架、打架的事儿就很伤脑筋。

廖厚林的丈夫鼓励她去试一下：
“你把咱爸妈都照顾得那么好，你一定
行！”

就这样，廖厚林应聘成功走马上
任了。

当时敬老院不仅房屋破旧漏雨，
卫生间长期不清洗，粪便的气味老远
都能闻到，而且无论哪间卧室，走进去
就是一股让人窒息的汗臭味。旧衣
服、破鞋子、烂床被、盆盆罐罐，床上、
桌上、地上，随处可见。

“治臭是关键！”廖厚林了解到，老
人没有洗脸刷牙的习惯，甚至有些老
人一个冬天都没过澡，指甲、头发、胡
须也不及时修剪，有的上了厕所不冲

水。
先从个人卫生抓起！一场治臭行

动在敬老院开展起来——廖厚林先为
老人洗澡，再刮胡子、剪指甲，换洗干
净衣物。征得老人同意后，她清理了
屋内破旧的、脏乱的衣服和杂物；再清
理了卫生间，洗刷了变色的蹲便器；最
后给老人添置了内衣内裤。

房间卫生了，老人们也慢慢开始
爱收拾了。金鸡镇政府投入40多万
元，对敬老院进行了升级改造，重新
购置了床铺、被单、衣柜、春夏秋冬换
洗衣服等。

现在，在廖厚林鼓励下，老人们每
天锻炼一次、两天洗一次澡、三天刮一
次胡须、每周洗一次头、半月剪一次指
甲、每月理一次发，每个人都变得干
净、整洁，有精神了。

唤醒心底的爱

“她一个人哪忙得过来。”见廖厚
林事无巨细，从早忙到黑，敬老院里经
常搭手帮忙的刘长寿约了稍微年轻的
徐永高、郭成忠、刘显才组成四人小
组，协助廖厚林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洗
澡，“先是帮忙洗澡，后来凡是跑腿出
力的事儿，我们都干。”

四人小组的举动让廖厚林感受到
了老人们心底的那份爱，也由此受到

了启发：“我重新安排了床位，一间房
子住两位老人，年轻的照顾年长的、行
动方便的关爱不能走动的。”

就这样，73岁的刘长寿住进了
311室照看87岁的杨济川、64岁的
刘显才住进204室照顾92岁的李代
权。

2020年，杨济川确诊为癌症晚
期，在金鸡镇卫生院住院一年多。廖
厚林忙不过来时，刘长寿、刘显才主动
轮流义务照顾，送饭、喂药、倒开水，换
洗衣裤、伺候大小便，一直坚持到老人
去世。

86岁的杜远珍与83岁的叶贞梅
是敬老院仅有的两位婆婆，但两人因
为性格问题，住不到一起，耍不到一块
儿。

“住在一起有个照应。”廖厚林把
两位老人撮合在一起，吃饭坐一桌，你
帮我拿筷子、我为你打饭，“时间久了，
她们的手自然牵到了一起。”

管好包里的钱

到敬老院不久，特困老人傅开宝
就说他的4300元现金不见了！廖厚
林翻遍了他的床铺、衣柜和鞋子、袜
子，连卧室外的草丛都找了，仍不见踪
影。

很多人认为，这钱一定是有人拿

了。大家报了警，但还是一无所获。
此后不久，傅开宝在自己的背心里发
现了这笔钱。原来，他背心的衣兜破
了，这钱掉到了背心的棉絮里。

敬老院的很多纠纷，源于丢钱丢
物。彼此怀疑，就容易产生争端。因
为害怕丢钱，有的老人即使行走困难，
也要把钱存到银行去。

这样的事儿还不少。敬老院的老
人，有的记忆力差，时常忘记自己东西
放哪儿了；有的神志不清，对自己的钱
物，心头没数……廖厚林向欧良琼提
出建议：“只要老人愿意，我帮他们管
好包里的钱！”

现在，廖厚林成了10多位老人的
财务管理员，为每位老人建立了收支
明细账，零钱帮忙保管、整钱存到银
行，定期向老人及其亲属通报收支情
况。

刘显才智力残疾，既不认识钱，也
不会用钱，但他有力气、能走动，经常
被请去给逝者理发挣零花钱，但手头
留不下多少钱。

廖厚林帮忙管钱后，刘显才有了
存款。今年春节，他特地请假去姐姐
家，给90岁的父亲拜年。看到刘显才
买了礼品，家人意外又惊喜。

谈起管理敬老院的心得，廖厚林
说：“发自内心把敬老院当家，把老人
当亲人，一切都会慢慢变好。”

忠县金鸡镇金鸡敬老院院长廖厚林

她，给五保老人一个家
敬老
爱老

匠人
匠心


